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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点燃冰雪激情

■ 罗安圣

当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屋檐上的冰
挂一根比一根粗，山上的楠竹一棵比一
棵弯时，大山人家的年关便近了。

每到年关，没有哪件事比打粑粑更
重要了，“没有粑粑不成年”。打年粑，可
不是一家两家能完成的大事。往往得三
四家一二十号人齐动手，老人蒸糯米，男
人捶粑，女人捉粑、捏粑，紧锣密鼓，井然
有序，天还没亮忙碌到掌灯时分才收摊，
帮忙的乡邻围炉就餐，喝酒唱歌，尽享
年景，这可是年前最隆重的聚会。费时
越长，费力越大，年粑越多，表示粮食
越富足，说明主人越能干，是件很荣耀
的事，乡邻们是喜欢暗中攀比。

家乡的年粑分两种，一是糯米粑，
纯白；二是小米粑，金黄。以往绝大部
分是小米粑粑，还要拌入适量粑粑草
——一种可食用的一年生草本阔叶植
物，摘叶捣烂、洗涤、漂白、晒干，拌
入浸泡后的小米一起上甑蒸熟，入槽捶
烂，可增加粑粑分量，增强其韧性，延
长保质期，在粮食不够吃的年代，这是
再平常不过的了。

各地捶年粑的方式因俗而异。粑槽
有长有短，有木槽有石槽，粑槌有哑铃
长棒有丁字槌，有对向拉锯捶有同向后
卷捶。家乡的粑槽外观为长方体，由整

根青冈木凿成约两米长的椭圆形内槽，
两个捶粑手同向往前，往后翻，一翻比
一翻粘稠，预示着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一年年翻过，一年比一年日子粘稠。捶
年粑是真正男子汉间的对决，绝非俯仰
之间可以完成的，须选择力量相当的对
手配对较劲，一槌比一槌快，一声比一
声响，没能跟上节奏，是会被人笑话
的。直到糯饭变得细腻粘稠，“捉粑啰
——”呼声响起，比试才正式结束，双
方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如牛，能否再
战，就看实力了。捶年粑历来是重活
路，不论是未婚女婿还是已婚姑爷，前
来帮衬是理所当然的，捶粑场便成了考
校姑爷们最好的校场，十几双挑剔的眼
睛看着呢。当然，对姑爷们来说，这是
累且快乐的事。

年粑从粑槽捉到粑板，女人们双手
裹上黄蜡，迅速将之分割成小坨，再变
戏法似的从拇指、食指间挤出一个个一
般大小的圆球置于粑板，众人趁热将圆
球压瘪。压年粑是一门艺术，要求不薄
不厚，又匀又圆，恰像十五的满月。再
将年粑摞成等高的粑垛，像一垛垛圆圆
的月亮整齐排列，盖上粑板再压上几个
油枯以增压力，保证年粑成定型，寓意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幸福。

捉粑捏粑压粑是女人的“专利”，
女人扎堆的地方，笑闹声从来不缺。东
主都会备上一大碗开水，化上品红或品
蓝，将年粑圆边染红染蓝表示喜庆，中
间印上花草图案，或干脆摘下柏树叶当
图案。印什么样的图案是有讲究的。绿
叶红边的表示家中有男孩订亲了，大年
初 一 得 用 去 女 方 家 拜 年 ； 若 图 案 是

“喜”字的，年后就是大喜日子，得用
来过礼，还得经验丰富且有儿有女的妇
女捏几个脸盆大的年粑，裹上红边，双
面印上“双喜”或喜鹊、龙、凤图案。
女人们边染花边印图案边神侃，“娇
哪，阿福家也该给你送红粑了哟，是要
红‘双喜’的呀？哈哈——”“二嫂，
你吃了我们家这么多红双喜才进家门，
我 才 不 吃 别 人 家 的 ， 我 就 吃 自 己 做
的。”娇回敬二嫂。二嫂扭头朝楼下高
喊：“阿福啊，你那粑槌舞高点，声音
给我槌大点哟，我家娇在看着你呢！赶
快 回 家 去 做 个 像 磨 盘 大 的 双 喜 粑 来
哟！”“好嘞——放心，二嫂。”正在捶
粑的阿福果然力量陡增，更加挥汗如雨
了。笑闹声喧翻了山湾。

山里的年粑

■ 李友华

梅，以其清雅脱俗、孤傲高洁的品
质，受到过无数文人雅士的钟爱和赞
赏。从古至今，吟梅颂梅的诗词也无以
数计。

“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
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高启将梅与雪比作匹配的高雅美
人。在诗人的眼里，梅花是脱俗的仙
骨，不屑在尘埃之中生长，应是远离世
俗的烦嚣，栖住到大雪铺满的深山，这
才是她的愿望。常人说到梅花，总不免
提到“傲霜斗雪”，其实，梅花何曾逞
勇好斗？满山雪中，它们稳稳地酣卧，

“凌寒独自开”，从未把大雪放在心上。
梅花是陆游平生最爱的花。“闻道

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
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一个

“化”字，让诗人的想象腾飞而起，直
抒胸臆。那一树怒放的梅花，燃烧着诗
人从未冷却过的爱国热情，“零落成泥
碾做尘，只有香如故。”是诗人一身的
写照。梅花曲折的命运，如同他坎坷仕
途的剪影，失意的诗人更懂梅花的高
洁：哪怕“零落成泥”，也留存淡淡的

幽香；哪怕碾作尘土，终也忘不了翩然
离去的背影。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
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
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在丛中笑。”这是毛泽东在品读陆游的
《卜算子·咏梅》 后，反其意写的一首
词。

这是一首堪称运用逆向思维写作的
典范。陆游词中的“梅”太孤寂了，生
长在“驿外断桥边”，在凄风苦雨中支
撑，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与飞雪为
伍，在“悬崖百丈冰”时，傲霜斗雪成
长，在春天即将到来时绽放，自豪，乐
观。陆游笔下的“梅花”“无意苦争
春”，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只把春
来报”，要把春光迎到人间，无私奉
献。作者将梅花的自然美与人的德、
善、美有机地融为一体。

在这洁白的梅花面前，在这片素洁
的世界里，在风中静静地欣赏雪与花的
共舞，你会自然感叹雪的高洁、花的坚
强。“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
香。”这样的诗句你也会自然想起。“竹
疏烟补密，梅瘦雪添肥。”在诗人的眼
里，那又该是一番怎样的诗情画意。

■ 星北斗

硝烟已经散尽
历史并不遥远
烈士的音容尤在眼前
英雄的呐喊萦绕耳畔
镣铐，可以捆住你们的手脚
但捆不住你们的理想
酷刑，可以撕裂你们的躯体
但折断不了你们的信仰
囚笼，可以限制你们的自由
但阻挡不了浩浩汤汤的革命洪流

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
因为一直有人负重前行
家国安宁从来不是自然而就
因为一直有人默默守候
幸福安享也从来不是理所当然
因为一直有人在无私奉献

朗朗乾坤

一个苦难的民族
已凤凰涅槃
苍天之下
一个强大的祖国
正冉冉升起
这美丽中国
乃尔创建
这盛世中华
如尔所愿

脚下
你们倒下的地方
繁花似锦
肩上
你们血染的红旗更加鲜艳
东方
复兴的大道上
我们阔步向前
凯歌声中
永远
有你们的和声相伴

息烽不灭
—— 参观息烽集中营革命纪念馆有感

咏梅

■ 王志毅

腊味浓了，年味也就近了。
于我而言，年味不只藏在响

脆的爆竹和绯红的春联中，在贵
州的老家，它们藏在熏黑的横梁
上，藏在松烟味的气浪中，更藏
在肥润的唇齿间。直到今天，一
家人在一起，手把手接力，把猪
肉剁好、腌制、悬挂、熏烤的画
面 ， 仍 是 萦 绕 在 我 家 “ 最 有 味
道”的记忆。

烟熏腊肉作为我家的一道年
夜饭必备菜品，是父亲的拿手菜
之一。在他这位“熏肉好手”眼
中，熏腊肉代表的是过年的仪式
感。正宗的熏腊肉从腌制到熏烤
都得全家人亲力亲为，精工慢制
的腊肉吃起来才有灵魂。也正因
为此，我家的“腊肉工程”总是
年末家人团聚时才匆匆开始，在
春节的诸多准备事项中“见缝插
针”地进行。

集市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
群，巷尾右手边的王叔猪肉摊是我

们采购腊肉原材料的老地方。王
叔 是 我 爸 的 老 战 友 ， 腊 月 杀 猪
时，猪身上最好的那块肉，王叔
总是留给我爸。他家的土猪是吃
玉米、红苕长大的，比市面上别
的猪肉质地更紧实弹嫩，是做烟
熏腊肉的不二选择。

好肉到手，还需要懂它的人好
好料理。剁肉切块的差事一般由刀
功最好的父亲来，他总是面带微
笑，眼角眉梢都透着满足的安逸，
手下功夫却如“当代庖丁”般稳准
狠，三下五除二，就把肉块全给切
成了肥瘦均匀的五花。这边肉刚剁
好，那边大扫除的二姐就循声过
来。把切好的猪五花放进一个大的
不锈钢盆中，再将盐、花椒、八
角、白酒、姜汁等香料按家传秘方
调配好，均匀地撒在肉全身，反复
揉搓按摩，把香料一寸一寸揉进猪
肉的肌理中。待香料充分渗入，猪
肉就变得更加红润，便把肉放在一
个大缸里，“闭关”5-7天。“闭关
后”的猪肉已入味完全，悬挂在横
梁上风干后，只待烟熏，大哥和我

往往是这道工序的“监工”。燃起
的松树枝上方飘出袅袅白烟，熏料
的香绕着横梁，与高挂的肉块缠
绵。我们时不时进灶房观察，控制
火候，以防过旺的烟火将腊肉烧
焦。熏烤个三五天，烟熏腊肉便大
功告成了。

刚熏好的腊肉看起来总是黑黢
黢的，还有一层厚厚的烟渍，切开
才能发现其别有洞天。不同于外表
的焦黑，也不同于鲜肉的粉红，腊
肉在盐和时间的耐心陪伴下，如明
艳胭脂般滋生出一种嫣红的贵气，
肥肉不再是直愣愣的素白，而是莹
白通透，附着晶亮的光泽。

成色不错的烟熏腊肉总在除夕
时分登场，一家人围坐在餐桌上，
嗑着瓜子谈天说地。母亲将腊肉切
成厚薄均匀的小块，一部分放入大
锅蒸煮，一部分逼出油来，加入冬
笋、青椒一起翻炒，腊肉的香味与
笋片的香味交织，在空气中弥漫开
来，把在餐桌围坐的我们的肚中小
馋虫都勾引而出。

终于，腊肉上桌，人们纷纷抄

起筷子，伸向两盘饕餮美味。肥
瘦相间的肉片软嫩顺滑，带着松
烟与佐料的味道，在嘴里淌着油
香化开，再配一杯甜酒，幸福感
便在心头蔓延开来。热腾腾的白气
缭绕在家人的脸上，熏腊肉的香味
熏醉了一屋人，酒酣耳热间，我们
彼此交换着这一年的喜乐烦忧，互
致宽慰与祝福，新年就是在这样轻
松惬意的氛围中不紧不慢地缓缓流
淌而去。

《舌尖上的中国》 曾这样描述
过腊肉的味道：“这是盐的味道，
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
道，也是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
道。这些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
间，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
味，哪一种是情怀。”

是啊，熏腊肉于我而言，又岂
止只是一种味觉上的享受？更是一
种烙印在心头的记忆。它早已在二
十几个年头间酿作醇厚的烟火情
怀，承载着亲情的关怀与团聚的欢
畅，成为我漫长人生路上的慰藉与
希望。

腊味烟火情

■ 王晋军

不是大约在冬季，就是在冬
季，赏雪玩雪成为冬季旅游的重要
休闲方式。但是赏雪玩雪“玩赏”
到贵州六盘水，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事儿。来访六盘水，才切身感受到
这个“中国凉都”的美妙之所在。
过去，冬季一直是六盘水旅游发展
的瓶颈，让“季节性旅游”转变成

“四季游”，是六盘水几经审时度势
后的前瞻决策：全力打造冰雪旅游
产业、打造高山滑雪度假品牌，通
过挖掘和延展冬季旅游产品，进一
步促进了旅游产能的效应释放，让
短板变长板。由于地理特征独特，
冬季的六盘水有着梦幻般的冰雪世
界，贵州人不出省，南方人不远
足，北方人“尝新鲜”，就可以在
六盘水点燃冰雪旅游的激情之火，
让冰雪运动成为最火爆的旅游项
目，冰雪运动让六盘水热“雪”沸
腾起来。

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避暑胜
地，位于贵州西部乌蒙山区，旅游
资源丰富。境内瀑布、溶洞、森
林、峡谷、湖泊、温泉，比比皆
是；山奇、水灵、谷美、石秀，处
处成景，是名副其实的山地公园城
市。作为国家低纬度、高海拔冰雪
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优选
之地，六盘水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
禀赋，先后建起了世界上纬度最低
的天然高山滑雪场，游客在此可以
体验雪地摩托、雪中气垫、雪上飞
碟、青少年滑雪体验、滑雪比赛、
浪漫冰雪、雪上亲子游等冰雪活
动。这些都对国家低纬度、高海拔
冰雪运动发展起到启示与助推作
用，同时也为活动举办地带来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冰雪运动受自然环境和地理条
件影响很大，六盘水老百姓对冰雪
运动的喜爱丝毫不亚于北方。近年
来，六盘水审时度势在主打夏季旅

游的同时，积极开发冬季旅游产
品，打出高山滑雪度假牌，全力打
造冰雪旅游产业，建成了首个高山
滑雪场玉舍雪山滑雪场，从此，滑
雪开始“滑”热六盘水的冬天，一
举打破了这座城市冬季旅游的默默
沉寂。很快，顺势而为的六盘水陆
续建成梅花山国际滑雪场、盘州云
海乐园滑雪场，形成日接待 2万人
次的滑雪旅游规模，成为中国南方
的滑雪胜地，极大丰富了山地旅游
的内容，填补了贵州冬季滑雪旅游
产品空白，推动旅游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目前，六盘水的玉舍雪山滑
雪场、梅花山国际滑雪场、盘州云
海乐原雪场，每年可供 60万人以上
体验冰雪运动，滑雪场规模质量和
管理服务均有很大提升。六盘水还
围绕滑雪旅游，在各景区规划建设
了一大批高端旅游商贸服务新区、
旅游休闲度假村、星级酒店等。

那年那天，来自芬兰、意大
利、法国、日本、中国的专家学
者、滑雪运动员集聚凉都六盘水，
共同掀起一轮雪域狂欢，共同创造
了三个第一：第一次在我国南方举
办世界性冰雪产业发展论坛，第一
次在我国南方举办高山滑雪竞技体
育赛事，第一次在南方举办区域性
滑雪节。凉都六盘水迸发出的那份
独特冰雪魅力，长久定格在了人们
的记忆中……

冬季来六盘水滑雪，体验在雪
地上风驰电掣般的惊险刺激，已逐
渐成为滑雪爱好者心中对冬季旅游
最美好的向往。滑雪，现在是六盘
水发展冬季旅游经济的一张重要名
片，助推冬季旅游经济不断升温。
滑雪运动从默默无闻到冬季旅游的
重要抓手，六盘水信心满满。适宜
的温度，清新的空气，游客不必忍
受酷寒挑战，穿上轻便滑雪服，便
可玩起来。这种滑雪新业态，引来
八方游客。六盘水滑雪场，空气中
负氧离子含量高，是冬季休闲度假

的佳地。随着经济发展提速，使得
六盘水与外界距离日益“缩短”，
对大西南地区游客而言，贵州与到
东北、西北滑雪有着无可比拟的交
通优势。上海、浙江、湖南、云
南、重庆、四川、广东等地游客乘
高铁走高速可很快一窥六盘水滑雪
场真容，坐享雪中乐趣。一位来自
广州的游客获知六盘水滑雪场开业
的消息后，正在贵阳旅游的他立即
驱车赶来，成为今年首批玉舍国家
森林公园滑雪场体验滑雪乐趣的游
客之一。穿上滑雪靴，戴上滑雪
板，他很快掌握了滑雪技巧，开始
尽情释放冰雪运动的激情之火。

近年来，六盘水市委、市政府紧
紧围绕国家旅游发展方向，依托“一
雪”（高山低纬度滑雪）和“两口气”
（凉爽天气、清洁空气），积极培育旅
游新业态，促进旅游+融合发展，让
滑雪成为冬季旅游特有的“标签”和

“符号”。全市加快冬季旅游产品布
局，提升支撑冬季旅游保障能力，做
到强化冬季产品建设，把“冷资源”
变为“热产品”；完善旅游配套设施
建设，开通景区直通车专线，切实做
好市中心城区冬季旅游旺季的运力
保障，随时满足冬季游客冰雪运动
出行需求。

如今，冰雪运动已成为六盘水
的 “ 白 色 经 济 引 擎 ”。 矫 健 的 身
影、艳丽的雪服，将梅花山国际滑
雪场白色雪道打扮得五彩斑斓、宛
如画卷，滑雪爱好者用激情诠释着
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雪道上来回
穿梭的雪友、冰面上全神贯注的滑
冰运动员，孩子们有模有样地学着
滑雪，雪友们尽享速度与激情地碰
撞，初学者用身体与雪道“亲密接
触”……滑雪系列活动一次次点燃
游客冰雪运动的激情。

依托网络、报纸、微信等全方
位、多角度的宣传手段，六盘水不
仅有效地促进了冰雪运动的推广，
擦亮冰雪旅游品牌形象，更为六盘

水放大“冰雪经济”找到有利突破
口。广大游客在享受冰雪运动带来
的独特魅力的同时，也让与冰雪运
动有关的经营者腰包鼓起来，如今，
六盘水冬季旅游经济做得风生水
起，昔日闭塞山村正式开启了“冰雪
致富梦”模式。

坐落在梅花山的高炉村属于六
盘水深山区，过去全村 206户村民
均以务农为主，现在他们美了，一
脸骄傲地宣称：“造雪就是造银子
啊。”“雪板滑一下，就等于刷一次
卡。”在村民们看来，冬天是上天
赐予高炉村的最好礼物：天越冷，
滑雪的人越多，滑雪场、生态餐厅
的生意就越火爆，到年底每家的分
红就越高。可以说，冰雪旅游助力
高炉村的发展，推举着村民们实现
了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冰雪致富梦。
玉舍雪山滑雪场、盘州云海乐原雪
场周边的村寨也同样受益于“冰
雪 ”， 民 俗 旅 游 正 红 红 火 火 开 展
起来。

六盘水以冰雪运动为引领，建
设冰雪旅游度假区，有力支撑了我
国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北雪南扩西移
战略，持续推动旅游经济实现增
长。游客们表示：“冬天来了，想
来体验一下滑雪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里的服务到位，教练教得认真，
感觉很棒。”还有从长春过来的游
客说：“在梅花山滑雪，真正感受
到了与北方滑雪的不同！”一位当
地游客则表示：“以前节假日带孩
子出去玩，要跑很远，现在钟山区
酷玩的地方多了，随时可以来，市
民的幸福感大大提升了！”

凭借冰与雪，六盘水又一个全
新的对外展示形象、对内提气鼓劲
的旅游新平台已经搭就并运转自
如，以这个平台为新起点，作为转
型发展期的六盘水正在以新的活
力、新的自信、新的步伐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走向全面发展新时
代的新高地。

■ 胡启涌

瓦房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雪
水顺着屋檐滴落下来，在院子里溅
起朵朵水花，一朵刚散去，另一朵
又溅起。天气日渐转暖，院边的腊
梅与菊花争相吐艳，都想为新年的
到来添添热闹。

大叔拿上一把竹枝捆成的扫
帚，清扫着院子里的雪水，窸窣有
韵的声音如春日的溪流般悦耳。大
叔进屋了，手里握着一把香葱，是
在院边自家地里扯的，黑黑的泥土
还不舍地粘在须状的根上。大娘接
过香葱转身拧开水龙头冲洗干净，
随着一段轻快的节奏声响起，一排
葱花惬意地卧在了菜板上。

孩子们在贵阳和遵义工作，今
年都要回老家过年。虽然孩子们多
次打来电话说，超市里什么年货都
有，到时候带回来，家里就不用操
心准备了。但是老两口总觉得不备
点什么，心里就不踏实，年味就淡
了许多。刚刚吃过午饭，大娘还没
有收拾利索，大叔就在堂屋里喊。
大娘掀起围裙的一角，边擦手边往
堂屋走去。堂屋里大叔早在一张方

桌上摆好毛笔、墨汁，折好的红纸
也在桌面上铺开。大娘心领神会地
走到桌边，双手按住红纸上端的两
角，大叔胸有成竹地提起毛笔、饱
蘸浓墨，不一会儿，一副副流畅的
行体春联铺满了堂屋。看上去红红
的一地，正是喜庆盈门的满堂红满
堂彩。

大叔捡起最长的一副：“春临
盛世万民欢，虎跃神州千业旺。”
打算贴在大门的两侧。大娘抬来
一盆面粉熬制的浆糊，大叔一步
跨上塑料凳，用刷子蘸上黏稠的
浆糊刷在大门两侧的木板上。大
娘双手摁着凳子，不停地叮嘱着
要站稳，大叔细心地顺着门板的
边沿对缝、抚平，直到把春联粘
贴妥当。一个时辰过后，正房和
厢房的柱子上，都贴上了红红的
春联。老两口站在院中，看着满房
子的红色，仔细检查一遍后，才满
意地回到屋里。

大娘手巧，把写春联剩下的红
纸拾起，用来剪几帧窗花。一方红
纸在手，连续几个对折，一会巧妙
的裁剪，“喜鹊闹梅”“平安花开”
的剪纸就完成了，活灵灵呼之欲

出。大叔满意地看着窗花剪纸说：
“今年是虎年，得剪只老虎噻。”这
个应该有，大娘略略思虑后，用铅
笔在红纸上描了起来，然后操上剪
刀顺着线条剪开去。剪完后，轻轻
地拆开，一只圆眼咧牙、尾翘纹深
的老虎跃然眼前。

雪后天晴，对面山顶上的积
雪 都 化 完 了 ， 大 山 变 得 格 外 清
新、精神。这场丰年前的瑞雪很
大，压折了好些竹子，大叔得趁
天气好，在大年前制作些红蜡烛
和几个灯笼。他拿上柴刀砍了几
根竹子回来，在院中将竹子一破
两开，熟练地削成篾条，再将篾
条剁成 6 寸来长后，用柴刀反复
剐去黄色的一层，直到削成筷子
粗 细 的 竹 签 ， 这 是 用 来 做 蜡 烛
的。大娘找来线束做烛芯，双手
麻利地缠在竹签上端。一切就绪
后，大娘在火炉上把蜡块用高温
热化后，再将红色的颜料投入锅
中 ， 搅 匀 后 用 铜 瓢 舀 上 沸 腾 的

“红汤”往竹签上淋去，反复浇淋
10 多次后，一支支红得发亮的蜡
烛便成型了。大叔接过还冒着热气
的红蜡烛，分别插在一个个备好的

草把子上，等红蜡烛冷却后就可取
下使用了。插满红蜡烛的草把子，
一个挨着一个地摆放在桌子上，像
一排排红得诱人的糖葫芦，一屋子
的喜庆。大叔还得忙上一阵，他将
剩下的篾条削细成篾丝，作为做灯
笼的骨架，编制了一对硕大的瓜形
灯笼，用来挂在大门的两侧。带柄
的手提灯笼是给孙子们做的，一人
一个，在底座上插上蜡烛就可用
了。糊灯笼的褶皱纸也是红色的，
这个细活要粘糊得体才好看，固然
是由手巧的大娘去做。

几天忙碌下来，老两口的腰有
些酸酸的，但是看着红红的春联、
红红的蜡烛、红红的灯笼时，心里
是高浓度的甜蜜。总算一切都备好
了，就等孩子们回家过年。刚歇下
的大娘开始用手机拍照、录像，大
叔立即一脸肃然地示停：“你别发
朋友圈和抖音哈。”“为啥？”大娘
满 脸 疑 惑 。 大 叔 神 秘 兮 兮 地 说 ：

“提前发就漏信了，要给孩子们一
个惊喜。”

屋里炉火正旺，不时传来“噼
噼啪啪”的声音，就像一阵阵清脆
的爆竹声，正在春天的路上响起。

灯火可亲

虎年兴旺 （刻纸）。 张著权


